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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和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理论指导下，研究农产品牌包装设计中生态伦理

观的应用策略。方法：以邹区镇农产品牌包装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为理论依据，通过

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分别从农产品包装的材料、造型、装潢设计等方面去进行策略探讨与分析。

同时对国内外生态产品包装优秀案例进行分析，得出具体的设计策略。以此为依据进行邹区镇农产品牌

包装设计研究与实践。结果：得出生态伦理观应用在农产品牌包装设计中的策略。结论：生态伦理观对

于农产品品牌生态建设的必要性，为未来的农产品牌包装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和方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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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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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ethical outlook,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ecologi-
cal ethical outlook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rds. Methods: Taking the 
packag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Zou District Tow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ethical outlook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strategy is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field research method, respectively, from the ma-
terial, modeling and decorative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ackag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excellent cases of ecological product packaging at home and abroad are analyzed, and specific de-
sign strategies are obtained. Based on this, we carry ou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Zou District Town. Result: The strategy of applying eco-ethics in 
the packaging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clusion: The necessity of eco-ethics for the eco-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direction 
construction for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 packag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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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期

间分别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等新理念”[1]。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农产品包装设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国的包装产业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国外包装行业相比，

仍缺乏核心竞争力。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尝试探索低能耗、轻污染的包装，致力给予生态包装

更多的方案和选择。虽然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道路，但是相较于西方发达

国家我们在生态包装设计方面仍存在绿色环保意识不足，过度包装现象严重等问题，这对我国包装行业

的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现实困境，通过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去探究农产品包装领域，将其

融入到农产品包装设计中，促使消费者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观，进一步弥补单纯的物质消费意识造成的

人文和生态意识的缺失，这对建立健全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我国农产品包装行业生

态、可持续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2. 生态伦理观与农产品包装的相关研究 

2.1. 生态伦理观的由来 

我国古人提出了内涵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伦理观，深入发掘和了解其中内涵，

对于我们理解生态农产品包装，进行下一步设计实践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以“参赞化育”为主旨的儒家生态伦理

观强调万物为自然所生，人属于自然，参与自然的演化与发育，与万物在地位上也就彼此平等，而不是

高居万物之上。人、物各有其性，人尽人之性，物尽物之性，则人与物“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换言之，

只有“参赞化育”，人与物、物与物才能“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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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生态思想是建立在“缘起”论上的。所谓“缘起”，是指现象界的一切都是由各种条件和合

形成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万物都因关系和条件而生起，万事万物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

万法依因缘而生灭。据此，佛教认为人与万物不能断然分割而单独存在，这就是佛教生态思想的理论基

础。《华严经》讲：“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种“一切众生，贵贱不足”的世界观同样在

其生态伦理观上有所表现，佛教从“众生平等”的基本立场出发，劝导人们以慈悲为怀，尊重生命、敬

畏生命，不杀生甚至成为佛教的一条根本重戒。 
道教则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与规律，万物皆由此而生，那么万物也就“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人与天地万物也是共生共存的，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类活动应该遵循天地自然运

行之道，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方生态智慧和人文精神，对我们今天探讨人类发展与自然生存等一系列的问题，

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因此，我国目前所提倡的农产品包装生态设计是基于生态伦理观的讲究绿色、环

保、低碳的设计，更是具有中华民族本原文化和本原哲学的设计。 

2.2. 生态伦理观视角下的生态包装设计 

生态伦理观视角下的生态包装设计的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减量化，指在符合产品功能基础

上，尽量用最少的材料，遏制过度包装现象。(2) 再利用，指包装在使用过后还可以用作它用。(3) 回收

再循环，指包装废弃物在使用过后经回收处理可被再次利用。设计师应从材料、结构、装潢设计等方面

入手遵从以上原则，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标，使得包装设计提升品牌形象和农产品附加值的同

时，也兼顾其生态环保性能。在保证实用性和功能性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包装从材料和结构到使用、废

弃和再生全流程的持续发展之路。 

2.3. 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引入生态伦理观的迫切性 

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解释，“生态伦理观”是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协调发展关系的行

为准则，是人对自然界应遵守的行为准则。伦理则是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

系的特有专利。生态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从伦理学的视角审视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一种关

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它的基本精神是对于自然的尊重，是对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给予道德关怀，从

而调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3]。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态伦理和艺术设计之间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指

导性的启示意义。因此，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引入生态伦理观显得尤为迫切。 
我国是全球的农产品贸易大国之一，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2021 年农业增加值约占世界农业增加值

的 31.1%。农产品贸易越发多元化，农业素质、农产品品质和竞争力不断提升。但在农产品品牌市场中，

现阶段大多数的农产品包装设计仍停留在满足基本的产品保护和运输功能等方面的需求，无论是从包装

的材料、结构和装饰设计，都与人们倡导的生态绿色包装有差距。总的来说，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包装设

计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农产品包装材料绿色意识淡薄。国内包装设计领域存在绿色环保意识不足，包装回收利用率

低，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因此引发了设计界对于生态包装、环保材料、低碳工艺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致力将生态伦理观融入到农产品包装设计中，以期形成包装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3]。 
第二，农产品包装造型冗繁。在我国，包装过度现象虽饱受诟病，但仍比比皆是，生态的保护与现

实的困境之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3]。通过锁定消费者心理的面子消费观，给产品披上豪华的外衣，

华而不实不仅给消费者增加了额外的成本，也干扰了市场经济的健康秩序发展。必须坚决遏制商品过度

包装现象，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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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产品包装缺少地域特色。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的背景下，包装设计形象全球同质化严重，

缺少本土地域特色的展现，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低、形象陈旧、雷同、辨识度不足等问题。就导致其很难

在市场同类品牌中脱颖而出，其品牌核心竞争力也难以增强，不能很好地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抑制了

乡村农产品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在农产品包装设计中注入生态伦理观，为探索农产品包装设计应用策略提供宝

贵的思想源泉与理论依据，通过对于包装材料、结构、装潢设计的减量和循环再利用，以期能向消费者传

递绿色生态消费观，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达到农产品包装设计可持续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初衷[4]。 

3. 论生态伦理观在包装设计中的策略体现 

3.1. 农产品包装材料的生态伦理观 

在农产品包装材料中注入生态伦理观，凸显材料的绿色环保性能。一方面，以材料的绿色原生态为

载体，进行设计实践，满足环保要求；另一方面，新型低碳材料的开发和利用也为农产品牌包装设计提

供了更多的材料选择，扩展了农产品牌包装设计的范围，带来更多设计上的可能性。 

3.1.1. 包装材料的绿色原生 
包装材料的原生态最基本的就是选用资源丰富、易降解的天然材料进行包装，比如原生的藤条、芭

蕉叶等。原生态材料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丰富、污染小，易降解回收，正所谓“取之以时，用之有节”，

是原生态包装材料的内核，也是其本真性的体现。华硕竹韵系列笔记本(见图 1)，外观材质模具取自竹子，

经过蒸煮或烟熏，自然碳化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始竹子的色彩，兼具环保性和市场前景，拥有着东方历史

文化的独特内涵。从冰冷的科技感到有温度的东方风潮，开辟了生态环保的新思维，为努力建设人、机、

自然三者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1.2. 包装材料的新型低碳 
原生态材料，一方面是指材料直接取自自然，另一方面也包含对于原生态材料的环保再加工，比如

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和环境下，能够自行被微生物降解，例如

霉菌、细菌等。在包装领域，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主要包括淀粉、植物纤维素、木质素、甲壳素、果胶、

蛋白质等，生物兼容性高，无毒无害，成本低。大大丰富了原生态材料的类别，为生态包装材料提供了

更多选择。 
在台湾省，有一个制作蒲草吸管的环保品牌——玩艸植造(见图 2)，为了无痛取代消费者使用塑料吸

管的习惯，团队与当地村民合作进行蒲草的种植，用以制作环保吸管，不仅提高农民收益，而且让利益

最终回归到农民身上，实现生态包装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Figure 1. ASUS bamboo rhythm notebook 
图 1. 华硕竹韵系列笔记本①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3.84402


张倩倩，汪瑞霞 
 

 

DOI: 10.12677/design.2023.84402 3270 设计 
 

 
Figure 2. Dandelion straw packaging 
图 2. 蒲草吸管包装② 

3.2. 农产品包装结构的生态伦理观 

在全球污染，资源浪费的大背景下，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简约环保而又蕴含人文关怀的包装设计。

农产品的包装结构是包装设计的灵魂，如何将造型减量化，同时又注入人文关怀在其中，这是当代设计

师要思考和践行的问题。 

3.2.1. 包装结构的人性关怀 
结构的人性关怀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美国设计家普罗斯说过：“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

维：美学、技术和经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维：人性。”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设计蓬勃发展，基

于国内设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设计多为商业所服务，过于重视市场的需求，从而忽略了消费者对于

设计中的人文关怀的需求。例如，用户情感化寄托，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以及对于环保工艺和绿色材料

的多重考量。包装结构的人性化设计以理性化和功能性为前提条件，在消费对象使用过程中尽可能地体

现人性关怀，从使用对象、使用环境等方面，考虑到包装细节的方便性和合理性。波兰西红柿系列设计(见
图 3)，设计不同的西红柿图案，累积叠加，形成堆码结构，在物流运输中减少缓冲，保护产品。同时，

巨大的番茄图案也极富视觉吸引力，通过图形和原生色彩的表现加强产品传播的信息，引发消费者兴趣，

促进购买。 
 

 
Figure 3. Polish tomato packaging 
图 3. 波兰西红柿包装③ 

3.2.2. 包装造型的简约环保 
《论语·雍也篇》中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意为质朴胜过文

彩就显得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则显得轻浮。质朴和文采结合得当，才成为君子。结合现代包装“大道至

简，实干为要”的原则，在包装的造型上，要遵循简洁、简约的审美思想，去除美观但是不利于回收、

有安全隐患的装饰。包装造型的简约性并不代表单纯地减量化，也要兼顾功能性和艺术性，增加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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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其中，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减量设计的初衷。德国工业设计师迪特拉姆斯曾提出好的设计应

具备的十项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好的设计一定是极简的，是环保的。 
泰国 Yod Corporation 设计公司设计的柚子包装(见图 4)就是对这一原则的极佳诠释，他们选用了当

地一种水生植物简单处理后，编织为柚子包装，整体结实耐用，大方质朴，不仅可以缓冲柚子在运输过

程中的碰撞，保护柚子，半镂空的设计还可以让消费者直观的了解柚子的品相，信息简洁明了，在减少

环境污染的同时又向消费者传达了生态理念，可谓是当代设计师学习思考的范本。 
 

 
Figure 4. Thai pomelo packaging 
图 4. 泰国柚子包装④ 

3.3. 农产品包装设计的生态伦理观 

简约是农产品包装的必备条件，原生态的农产品包装设计应该倡导“中和”的审美思想，在包装的

图形、文字设计方面应倡导简约、质朴、原生的设计原则。力求“素雅”，表现自然原生的含蓄和拙感，

力求使包装回归到自然、有序的状态，做到“中和”之美[6]。 

3.3.1. 图形设计的情感传达 
包装图形被认为是一种体现内涵观念与情感的视觉语言[7]，在生态伦理观视角下，图形设计需要融

入更多的简约、质朴和原生的设计原则，设计方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应物象形。在包装设计中，提

取设计原型的原生形态进行仿生设计，形成具有视觉表现力的设计元素。它们源于自然，最能表现原生

态的美感。第二，随类赋彩。在装潢设计着色时，要依据物象的本色，突出农产品原生态的拙感，弱化

人为设计的干预，传达产品本身的原生力量。第三，气韵生动。在设计之初，首先要挖掘物象的内在精

神，探寻这类农产品给人的普遍心理感受和印象，然后具体到其产地、种植过程、人文背景和历史底蕴，

在此基础之上找寻最能表达其特质和气韵的包装形式和材质。 
云南褚橙的产品包装设计(见图 5)，去除了箱外层包装膜，降低成本且减少污染。借用木刻版画的表

现形式，融入地域文化，传承褚老情怀精神，赋予产品包装生态精神和情感因素，区别同类竞品，提升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Figure 5. Yunnan Chu orange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图 5. 云南褚橙的产品包装设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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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字体设计的人文内涵 
古代对造字法有“六书”的提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字体设计如何在表音

同时又兼具情感的表达，这就要求设计师从文字的赋色、笔画和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设计，挖掘其深

厚的人文内涵，使其更好的去传达生态设计理念。首先，在选择主体字体设计时融入自然生态元素，附

加自然本色。其次在设计的同时要考虑文字笔画的可识别性，保证信息传达准确。最后，出于审美角度，

将文字的信息进行主次排布，减少赘余信息，在不影响传达的基础上，保证信息的极简，减少油墨印刷

量，增加整体包装的生态环保[6]。 
Kasemrad 是泰国一家生产中含有天然维生素的品牌。在设计产品矿泉水包装时(见图 6)，将水面的

波浪纹路提取进行仿生设计，通过带有溪流波纹的瓶形，让消费者购买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水源地的那一

汪清水，引发消费者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情感共鸣。同时，代表“维生素矿泉水”的缩写词“VMW”运

用了中国传统的“象形”造字法，模仿水波纹，彰显品牌理念的人文内涵。 
 

 
Figure 6. Thailand mineral water packaging design 
图 6. 泰国矿泉水包装设计⑥ 

4. 生态伦理观在包装设计中实践 

4.1. 邹区镇概况与地域文化资源发掘 

邹区镇隶属于常州市钟楼区，由原来的邹区、礼河、卜弋，泰村 4 个乡镇合并而成。位于长江三角

洲苏锡常经济圈的太湖之滨[8]，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系发达，拥有大范围的永久基本农田，是典型的

鱼米之乡。邹区镇的产业主要由农业和第三产业构成。 
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笔者对于邹区镇的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归纳，如表 1 所示。 
 

Table 1. Geographical resources survey in Zou District Town  
表 1. 邹区镇地域资源调查 

 地方形态 民俗民艺 本土农作 工艺传承 

有形 平原，水系发达 锡剧、龙泉印泥、常州虎头鞋 蔬菜、林果、花卉苗木 松元猪头肉、小杏鱼丸、水芹 

无形 亚热带季风气候 戏曲、非遗工艺 农耕文化 美食制作工艺 

4.2. “邹区有礼”农产品牌包装设计实践 

通过前期对于邹区镇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和农产品包装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笔者对于“邹区有礼”

农产品牌包装设计方案分别从包装材料、结构与造型、图形与文字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 

4.2.1. 生态材料的绿色生态化 
“邹区有礼”品牌外包装(见图 7)将销售包装和物流包装合二为一，在外包装材料的选择与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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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材料的在地性和工艺的环保性。整体采用竹丝篾片进行粗编，取之自然，用之自然，成本低、材料

易得。其返璞归真的生命力和生态环保性能，引发消费者的乡村情感共鸣，提高了生态教育意识的传播

声量。外包装除去贴纸以外，再无其他装饰，保持材料的原生态，给人喜庆、朴实的感觉，符合“邹区

有礼”的品牌主题。 
 

 
Figure 7. “Zou District Has the Gift” packaging schematic 
图 7. “邹区有礼”外包装示意图⑦ 

4.2.2. 造型结构的轻量型环保 
基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的指导下，此次“邹区有礼”品牌包装设计并没有完全追求原始材料或者

新型化材料。而是致力于挖掘普通材料蕴含的轻量和环保性能，在结构上做减量化设计，以规则几何造

型为主。如图 8 所示的两个包装，左边的包装采用可循环利用的纸质包装材料，选用插口式盒型，减少

粘合剂、缓冲泡沫等包装辅料的使用，适合轻量化产品，符合水果果茶的实用性需求。右边的包装选用

高品质的塑料包装，具有高阻隔性、遮光、防潮等特点，这种包装方式成本低，重量轻，方便回收再利

用，符合果干此类产品的功能需求，既减少了物流运输费用，又达到了销售包装的美观和陈列展示的需

求。 
 

 
Figure 8. “Zou District Has the Gift” packaging schematic 
图 8. “邹区有礼”包装示意图⑧ 

4.2.3. 视觉元素的在地性表达 
笔者根据上述设计策略，依托于历史文化和工艺传承等方面，选择对邹区镇的水果资源进行农产品

牌系列包装设计，形成“邹区有礼”农产品牌。打造“从田边到身边”的品牌理念，创作了每日果茶、

每日果干等系列包装。包装设计整体呈现了年轻化、简约的设计，选用农产品的原真性色彩，更加贴近

产品本身，辨识度强，设计方案如下所示(见图 9)。 
在工艺传承方面，从源于两汉时期的艺术——汉画砖刻屏的形制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字体特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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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轮廓残破、古拙曲线感的字体。提取设计对象的本色进行着色，从而运用到农产品包装设计层面，形

成具有在地性、差异化的农产品包装设计。 
在历史文化层面，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选取中式传统窗棂纹样和农产品原生特点进行元素提

取组合，其中从本土农作中选取四类果蔬的形象进行插画再设计。针对代表的产品赋予美好寓意，形成

桃运连连、人间梨想、大橘大利、喜上莓梢四个系列，以“四季有时，人间百味”为主题，从四季与四

味介入，转化为视觉符号进行插画图像和文字相组合的设计形式。 
 

 
Figure 9. “Zou District Has the Gift” packaging schematic 
图 9. “邹区有礼”包装示意图⑨ 

4.4. 结论 

在生态伦理观的映射下，探索农产品包装的低碳环保之路变得越发重要。一方面，为寻求理论支撑，

从中国传统的儒家、佛家、道家等传统生态观中介入剖析，同时结合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生态伦理观，

做到古今融合，介入到农产品包装设计中去，为其带来更深层次的设计思考。另一方面，从生态伦理观

的角度去建构生态农产品包装的系统性的策略，以农产品包装为媒介，传播生态伦理观念和地域文化，

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促使消费者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在不远的将来，如何从卖产品转移到卖

生态，以生态伦理观念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实施和发展，这也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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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图 8 来源：自绘 
⑨图 9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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